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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光學平台攜光學平台「「伴飛伴飛」」整體重逾整體重逾9090噸噸 20222022年前後建成年前後建成

中國太空站中國太空站
創創共軌飛行共軌飛行模式模式

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前日完成首次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前日完成首次「「太空加油太空加油」」任務任務，，

中國全面邁入太空站時代中國全面邁入太空站時代。。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在北京舉行

太空實驗室飛行任務有關情況發佈會太空實驗室飛行任務有關情況發佈會，，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主任王兆耀表示主任王兆耀表示，，中國預計在中國預計在20192019年至年至20222022年前後進行載人太空站年前後進行載人太空站

建造建造，，目前規劃總重目前規劃總重9090多噸多噸，，並可再進行拓展並可再進行拓展。。這座在這座在2121世紀建造世紀建造

的太空站的太空站，，將盡量採用最新科技將盡量採用最新科技，，系統系統、、部件部件、、水平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達到世界一流。。

此外此外，，中國將採用共軌飛行模式中國將採用共軌飛行模式，，在太空站搭載類似美國哈勃太空望在太空站搭載類似美國哈勃太空望

遠鏡遠鏡，，用於天文觀測和研究用於天文觀測和研究。。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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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空站發展過程
2010年9月 載人太空站工程正式啟動實施

2011-2013年 發射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隨後升空的神
舟八號、九號、十號飛船與其交會對接。
突破無人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

2016年 發射天宮二號太空實驗室，與神舟十一號
飛船交會對接，突破太空人中期在軌駐留
等技術

2017年 發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掌握「太空送
貨」、「太空加油」等關鍵技術。太空實驗室
階段收官，太空站建造開啟

預計2019年 發射中國太空站核心艙，隨後發射實驗艙
I和實驗艙II，均由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在
海南發射場發射

預計2022年前後 完成中國太空站初期建造

記者劉凝哲整理

中國太空中國太空站站

運行軌道高度運行軌道高度：：

340340--450450公里的近圓軌道公里的近圓軌道

設計壽命設計壽命：：

1010年年（（可通過維護維修可通過維護維修「「延壽延壽」）」）

額定乘員額定乘員：：

33人人（（可適應可適應22人或無人值守飛行人或無人值守飛行））

值守方式值守方式：：
採用乘組輪換方式採用乘組輪換方式，，實現太空人長期連實現太空人長期連
續在軌生活和工作續在軌生活和工作，，輪換時可達輪換時可達66人人

配置設備配置設備：：
艙外機械臂可協同航天員完成艙外建艙外機械臂可協同航天員完成艙外建
造造、、維護維修維護維修，，及艙外載荷操作任務及艙外載荷操作任務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整理整理

中國載人太空站工程在2010年9月
正式立項，分為太空實驗室和太

空站兩個階段實施。

實驗室收官 邁進新階段
2016年以來，通過長征七號火箭、
天宮二號、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行，以及
今次的天舟一號任務，太空實驗室階段
任務已全部完成，正式全面邁入太空站
階段。

具拓展能力 能在軌組裝
「我們的太空站有着自己的特點」，
王兆耀表示，中國太空站的規模適度，並
具有拓展能力。太空站本體是60多噸，
加上飛船和貨運飛船是90多噸，目前這
一規模已可以滿足中國需求。此外，中國
太空站還可以拓展三個艙段。同時，中國
太空站的總體方案進行優化，太空站有機
械臂，還有轉位機構，可通過這些設備和
太空人的配合進行在軌組裝建造，建造方
案比較靈活、可靠。
中國太空站的建造，創新了共軌飛

行模式。王兆耀表示，在太空站專門設
計有一個新型平台裝載着大型光學設
施，類似於哈勃望遠鏡，用於天文的觀
測和研究。這個平台可與太空站共軌飛
行，在需要的時候還可與太空站對接，
太空人出艙對其進行維護和補給，滿足
光學設施要求的極高精度和穩定度，又
可以滿足它平時的工作條件。這一設計
開闢了整個分佈式太空站架構的創新模
式，獨具中國特色。

採最新技術 接通互聯網
200多噸的國際太空站、100多噸的

和平號太空站都在上世紀開始建造，中
國太空站將成為21世紀人類設計建造
的第一個太空站。王兆耀表示，中國太
空站將利用最新的技術成果進行研發，
比如過去的太空站沒有網絡，現在可以
把網絡都放到中國太空站上，將來可與
互聯網互通。目前，中國太空站研製建
設工作按照計劃正穩步推進，關鍵技
術、方案都已完成，正在進行的是相關
飛行產品初樣階段的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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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舟一號展現的出眾能力引發國
際輿論關注，特別是貨運系統情況百出的
國際太空站，未來是否能使用載貨量大、
性價比高的天舟飛船應對「斷供」危機？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楊
保華就此回答本報提問時指出，國際太
空站建設之初，美國、歐盟等拒絕中國

加入建設，所以中國貨運飛船的技術標
準以及一些硬件接口不完全一樣，要實
現統一，短期內技術上還是存在一定的
難度。但是，航天事業都是全人類和平
利用太空的共同事業，中國還是願為國
際太空站做一些工作，可能要一定的時
間解決。

中航科技回應本報提問：

願為國際站工作

中國曾受到國際航天界拒絕、排
擠。隨着中國航天事業自主創新、跨
越式發展，這種情況正產生翻天覆地
的變化，爭相與中國合作已成為潮
流。王兆耀昨日表示，中國載人航天
與歐空局，法國、德國、意大利、俄
羅斯等國的組織和機構展開多方面合
作交流。進入太空站時代後，中國的
合作交流政策、原則一如既往。合作
模式可以是設備研發、利用中國平台
開展太空科學實驗、共享實驗裝置、
把實驗成果進行轉化。中國去年已與
聯合國外空司簽署協議，將面向世界

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提供太空站的實
驗資源。
針對中國與歐洲在月球軌道太空站

上的合作，王兆耀表示，月球軌道太空
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航天專家們研
究論證的熱點，利用月球軌道太空站模
式實現載人月球探測和月球資源開發，
受到各國密切關注。中國和歐空局以及
意大利航天局等許多家航天機構開展一
些合作交流，取得很好效果。至於月球
軌道太空站，中歐是不是合作、怎麼合
作，還需等待月球軌道太空站技術方案
確定後再談。

中歐論證月球太空站

中國航天的國際地位真的
變了。天舟一號任務圓滿成
功，中國邁入太空站時代，

作為跟蹤報道載人航天工程十年的筆者感觸深
刻。外媒關注點，曾幾何時都聚集在「猜測」中
國航天工程造假、山寨，質疑航天事業背後軍事
目的。如今，對於外國輿論來說，除了羨慕中國
航天發展之快、人才隊伍之年輕壯大以外，最焦
點的話題就是找中國合作。
說起中國航天特別是載人航天的發展歷史，幾

代航天人一肚苦水。上世紀國際太空站招兵買
馬、如火如荼時，中國的申請吃了閉門羹。「就
不帶你玩兒」，航天強國的拒絕迄今令人難以忘
懷。中國人記得某些航天強國曾給予的幫助，就
在昨天載人航天辦主任王兆耀還公開感謝俄羅
斯。如今中國的天舟各項能力也已超越俄羅斯。

在國際太空站已逐步老化、狀況頻發甚至不知
道哪天就可能「斷糧」的時候，一個中國自主研
製、體現21世紀最新科技水平的全新太空站正
浮出水面。國際合作趨之若鶩，希望中國「帶着
一起玩兒」。曾吃過被排擠的苦頭，中國對航天
合作一向開放大度。與其他航天強國的做法不
同，中國與聯合國簽下協議，明確會將太空站資
源與其他國家共享，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可以預見的是，隨着太空站建設，以及探月、

探火星等重要航天工程的不斷推進，技術、資金
均十分具有競爭力的中國，必將成為國際航天界
的大熱。航天事業從來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顯現，
中國正在太空擁有與國家實力相匹配的地位。相
信在未來的某一天，也許在人類的星際航行夢想
實現之時，也許在人類終於探索到宇宙奧妙之
日，中國將成為其中最關鍵的力量。

■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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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總設計
師趙光恒昨日表示，包括香港高校在內的
12個科研團體參加了天舟一號任務中的科
學實驗。其中，一些科學實驗的研究成果
可用於地面和太空的幹細胞組織工程，再
生醫學、人類的生殖以及骨質流失的預防
和干預等，目前實驗進展順利。

談及未來在中國太空站上的科學應用問
題，趙光恆表示，將在太空生命科學與生
物技術、微重力流體物理和燃燒科學、空
間材料科學、微重力基礎物理、太空天文
和天體物理學、太空環境和空間物理、太
空地球科學和應用、太空應用新技術試驗
這8個研究方向，30多個研究主題，開展

大規模的太空科學研究和應用。目前，正
在加緊研製多學科實驗平台和公共支持實
驗平台。
中國科學家期望在太空科學前沿探索方

向上進入到世界先進行列，取得一批具有
國際影響的成果，使中國太空科學取得跨
越發展。

在突破「太空加油」技術後，天舟一號
後續將進行系列拓展試驗。王兆耀表示，
天舟一號要進行繞飛、快速自主交會對
接，並釋放一顆搭載的立方星。此外，還
要驗證先進的導航自導控制裝置以及國產
新型元器件等。

加油技術拓展空間大
天舟一號任務實現的「太空加油」，為

中國太空站建設和長期運行掃清最後的障
礙。但是，從航天技術角度來說，「太空

加油」的意義遠不止於此。楊保華表示，
「太空加油」的技術可以拓展到低軌衛星
和太空飛行器的在軌加注服務平台，可以
為低軌飛行器進行維護加注，甚至可以為
今後更長遠的深空探測作為一個加油站、
中轉站，意義非常重大。

動態變化增對接難度
在天舟一號的後續拓展試驗中，預計
在6月中下旬以及9月，分別進行兩次
交會對接和「太空加油」試驗。北京航

天飛行控制中心副主任孫軍表示，在測
控方面，天舟一號還面臨着很多挑戰。
任務時間跨度長達5個月，組合體飛行
2個月，之後還要獨立飛行3個月，同
時還要進行多項在軌科學實驗，測控難
度較大。
孫軍表示，太空站階段就需要貨運飛船

具備在任意相位角情況下的交會對接能
力，這令天舟一號飛船的飛行方案發生顯
著變化，存在交會對接方案動態變化的問
題，這將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王兆耀（左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楊保華（右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總設計師趙光恒（左二）、北京航
天飛行控制中心副主任孫軍（右一）介紹太空實驗室飛行任務有關情況。 中新社

科學實驗順利 香港高校參與

天舟後續看點多：快速對接 釋立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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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平台光學平台

■■44月月2727日日，，天舟一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天舟一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圖為圖為
工作人員在指揮控制大廳內緊盯大屏幕工作人員在指揮控制大廳內緊盯大屏幕。。新華社新華社


